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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历程》

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
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是草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
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
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
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
生工作部领导。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同年，中国科学院上
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学术情报研究
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
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至1968年底，全院除
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
“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
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爝光探照民
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在
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所、历史
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陆续建
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社会学
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西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青少年研究
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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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的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论文精选》有不少论文在
紧紧跟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联系实际，阐发新的思想和见解上，留下了闪光之点，也
留下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脚印。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添砖加瓦，也为我们
院赢得了荣光。其中1992年我院李君如撰写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入选中宣部1991
年度“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接着夏禹龙和李君如合写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入
选1992年度的“五个一工程”。2001年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黄浦区合作的调查报告《春风化雨润
沃土——上海市黄浦区文明城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邓中心的程伟礼、黄凯锋、戴雪梅执
笔）入选“五个一工程”第八届优秀论文，2008年童世骏在《求是》发表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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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王荣华时代之思　和谐与和平：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变迁的展望和导向　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演进与前瞻俞新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时代观与国
际战略思维的衍进和创新　重新认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
任主体、路径依赖和结构分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论”　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夏禹龙　邓小平的“治国论”初探　破解当代中国世纪难题—
—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邓小平的执政思想与“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　邓小平创新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深化　新世纪立党治国的纲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现
实意义科学发展观研究　科学发展观研究总报告程伟礼　论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内涵与人文底蕴方松华 
　科学发展观——动态平衡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科学发
展观：社会工程维度的解读　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化为政策目标中各社会主体的功能定位和谐社会研究
　和谐文化：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统一　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和谐
的发展与发展的和谐——兼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中国地区发展
战略与布局　非生产劳动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消亡　和谐社会与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对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价值导向的思考　把图书馆建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　构建和谐民生过程中的问题及对
策——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党的建设研究　党的意识形态与时俱进　论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
设　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启示——从“三三制”到两大历史性课题　依法执政的实质是支持和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　应对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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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
色。五是实现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不要社会
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
，只会使国家再次陷入类似“文革”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实现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
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六是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规办事，真正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党民关系，确切地说，就是执政党和人民群众
的关系。当今世界不同性质的政党，都不敢忽视非党群众的力量；不管出于何种考虑，都通过各种方
式调整同非党群众的关系。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邓小平同志也
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一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共产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
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二是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
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三是共产党
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
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四是不断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我们党成熟、有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和标志。我们党是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
占少数。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
智慧和创造力。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　　政民关系是政党政治内部诸多关系中
又一重大关系。在现代文明国家，尤其是人口弥众的大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可以预期的未来，
暂时不可能直接行使统治权。主权在民只有通过某种介体才能实现。政党便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介
，对社会矛盾起着缓解与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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